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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

 一、艺术创作的主体

 二、艺术创作的过程

 三、创作心理与方法

 四、创作风格与流派



一、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家

 艺术是艺术家把握世界的方式，是艺术家生存的方式、生命的形式。

 艺术家的修养：

 1、崇高的艺术理想

 2、敏锐的艺术感受

 3、深厚的文化素养

 4、精湛的表现才能



 1、崇高的艺术理想

 艺术是毕生的事业和追求，而绝不是谋生或获利的手段。

 爱就意味着去做。

 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艺术家的呕心沥血之作。



 意味着人类刚从蒙味、野蛮

 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逐渐具

 有清醒的意识，即将进入文

 明智慧时期。

 用写实的手法，塑造出一个

 完美精确的健壮男子躯体

 （1米74），正缓慢地舒展

 苏醒，准备投入未知世界。

 “它是我的全部生命奋斗的成果。”



 ——罗丹《青铜时代》



 2、敏锐的艺术感受

 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

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

 ——罗丹



 3、深厚的文化素养：功夫在画外。

 达芬奇：

 画家、数学家、雕塑家、发明家、

 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天文

 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文

 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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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称鄙俗不文，他的知识举世无匹。

 他相信自己藉由绘画和素描可以表达得更好，但却不断

地感到自己需要写作，需要以书写来探究这世界的繁复

显现和奥秘，来赋予自己的幻想、情绪和怨恨以形状。

因此，他愈写愈多，后来他放弃了绘画，只透过书写和

素描来表达自己。





 四、精湛的表现才能：让天赋变得驯服。

 以惊人的坦诚之心和天真无邪的创造力，

 以完全彻底的自由任意重造世界，随心

 所欲地行使他的威力，他不要规定，不

 要偏见，什么都不要，又什么都想要去

 创造。

 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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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艺术创作的过程

（一）艺术体验：积累创作素材

 眼前之竹——对象

 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起点，

 艺术家要进行艺术创作，第

 一步就是要深入生活，广泛

 采撷和积累生活素材。

 热爱生活，亲近大地！

 《生命的激情何在

 ——高更的大溪地之旅》



 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字静安，1877年～1927年）在代表作《人间

词话》中，提出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用三段绝美的宋词极其形象地描述了思维求索“解决方案”的过程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对目

标、环境的高视点、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搜集）、整理和分析。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根据经验、

标准、规律等参照系统对前阶段经过分解列举的各个关联要点进行

筛选、判断，是不断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艰辛过程。



 构思的方法有几种：

 （1）典型化，把众多形象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最有特点的形象。

（2）简约化

 （3）变形

 （4）夸张化

 （5）陌生化



（2）简约化



 （三）艺术表现，化成艺术形象

 手中之竹——形象

 艺术表现不仅是艺术构思的实现过程，也是艺术构思的深化、充实、

修正和提高的延续过程，同是还是不断检验原来的旧构思，探求、

推进新构思的过程。

 “倏作变相…趣在法外者，化机也。”



 第三境界——“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经过不断的

探索、比较、验证的思维过程，终于顿悟开朗的创新时刻。



二、创作思维和心理

 形象思维

 所谓形象思维，也就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形象、情感

以及联想和想象，通过事物的个别特征去把握一般规律从而创作出

艺术美的思维方式。



 逻辑思维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

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又称理论思维。

 它以抽象为特征，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分析思考，撇开事物的具体形

象和个别属性，揭示出物质的本质特征，形成概念并运用概念进行

判断和推理来概括地、间接地反映现实。



 （一）形象思维的主要特点

 1、形象性

 形象思维所反映的对象是事物的形象，思维形式是意象、直感、想

象等形象性的观念，其表达的工具和手段是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图形、

图象、图式和形象性的符号。



 3、情感性

 始终渗透着深沉强烈的情感



 （二）想象的主要特点

 想象是艺术家在审美情感的驱动下，分解综合，移位重组，构成新

的联系，创造出新的形象。



 （三）灵感的主要特点

 1.突发性，不可预料，不可控制。有时是有目的的，但有时与当时所

想的事情无关，不过大部分都与本专业相关。

 2.亢奋性，灵感并不一定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在这段时间内，艺术家

创作的欲望与状态都非常好。也许是因为好的想法本身就激励了他

们。

 3.创造性，既称灵感，就绝不是对前人、自己想法的重复，肯定有其

独到的创新。



 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根据平均计算得出结论，人的一生大约有4年时间

在梦中度过，一个人一生大约要做15万个梦。

 心理学家们建议：“当你在睡前被一个难题困住时，不必去挖空心

思寻觅，只要把它记在脑中，带它进入梦乡，说不定第二天清晨醒

来时会得到一份意外的礼物。”

“睡觉”灵感法





三、创作方法与理论

 （一）现实主义基本特征

 指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客观地再现生活，通过典型化的手法塑造有概

括意义的艺术形象的创作方法。



 （二）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

 按艺术家的思想和愿望去表现生活，通过充满个性的强烈情感和大

胆想象，塑造神奇超凡的艺术形象的创作方法。

 黑格尔《美学》

 象征型：物质＞情感

 古典型：物质＝情感

 浪漫型：物质＜情感



1、注重内向性

野兽派



谢谢！


